
教学目标

1.能用喜欢的方法认写生字。

2.默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能选择词语造句。

3.能在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中体会少年邓小平的品质和特点。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生词卡片和课文插图，课文朗读录音带。

学生：搜集邓小平的故事、生平等资料。

教材简析

说到邓小平，浮现在眼前的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回荡在耳边的是《春天的故事》……而

课文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聪明、可爱、有个性的孩子：上学读书，爱动脑筋，不懂就问，课

文背得又快又好；放学回家，给兄弟姐妹当小老师，那一手叉腰、一手拿书的模样，还真像；

玩耍时，他居然爬上了谁也不敢碰的石“乌龟”的背上，伙伴们吓得目瞪口呆，他却高兴地

说：“真好玩，真好玩!”这就是少年邓小平，一个聪明勇敢、活泼可爱的孩子。

课文共五段。第四段是重点，主要写邓小平不信鬼神，爬到石“乌龟”背上玩，赢得了

小伙伴的尊敬。第三段介绍了石“乌龟”的位置和来历，接着说当地老百姓对它“十分敬畏”，

“谁也不敢去碰，害怕惹恼鬼神，招来祸害”，这是很好的铺垫。作者紧紧抓住邓小平和小

伙伴的不同神态、语言和动作进行描写，邓小平显得那么活泼可爱，敢作敢为。而小伙伴们

却“吓得直往后退”，最后才“壮着胆子爬了上去”。两者对比，少年邓小平敢于冒险、不

信鬼神的个性显得十分鲜明，形象也很突出，很值得我们反复朗读，细心体会。



教学重点：一、引导学生随文识写生字；二、引导学生自读课文，了解少年邓小平的故

事。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学生常常背课文，“死记硬背”和“理解后背”谁更好？对此，可以让学生联系实际理

解。显然是后者，“理解”就得开动脑筋。

＊“爱动脑筋”“不懂就问”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可以让学生演一演，会把“活泼顽皮”等词句理解得更好。

＊这一段写出了邓小平当“小先生”的动作、神态、模样。

＊这里的“乌龟”实际上。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像龟，传说是龙的第九子，力气很大，

善于负重。旧时大石碑的底座多雕刻成形状。

＊可以抓住“十分敬畏”引导读前后内容。既帮助理解词语，又让学生知道老百姓怕石的

程度，从而突出邓小平的勇敢、不怕鬼神。

＊注意抓描写这群孩子的语言、动作及神态的词句，反复朗读。从描写少年邓小平的句子

中感受他的天真活泼、敢想敢做。

＊不能碰石，这在当地老幼皆知，而邓小平居然坐在了背上去玩，还高兴地说：“真好玩，

真好玩!”这怎不让小伙伴们目瞪口呆呢?

＊这道题应结合理解课文内容进行。



＊积累词语，让学生自主选择词语造句。对愿意多造句的学生应当鼓励。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识记生字，然后进行检测。

＊注意“巨”字的书写笔顺，最后写“”，共 4笔。“畏”字不要多写一撇。笔画多的字
注意笔画、部件的避让。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录音播放《春天的故事》，会唱的同学跟着唱，并想想歌中唱的“有一位老人”指谁。

2.学生自由发言，讲讲自己所了解的邓小平。再引出课题：你知道邓小平小时候的故事吗?

二、读通课文，了解大意

1.请学生结合拼音自读课文，用自己喜爱的符号勾出不认识的生字及不理解的词语。

2.用开火车、请小老师、猜字谜等形式检查、巩固学生认字的情况，注意“私”“诵”“恼”
字的读音。提出不理解的词，讨论解决。

3.抽学生分段读课文，学生互评正音。

4.通读课文，看看课文写了少年邓小平的哪几件事。

三、再读课文，自主识字



1.请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忆生字，交流记字方法。

2.观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照范字先各书写一个，注意“巨”字的笔顺。

3.学生交流自己写字的体会，并提出较难写的字，由教师在黑板上范写、指导。

4.学生再将田字格中的字写完，学生自评、互评。

四、细读课文，再现情境

1.自由读文，对于课文中讲述的邓小平的故事，说说哪件事情最让你感兴趣。

2.学生按自己的喜好自由找学习伙伴，模仿故事情境。

（1）学先生模样背诵诗文一事。

学生可能选择以下形式:①朗诵;②表演……

邓小平“一手叉腰、一手拿书，学着老师的模样，背诵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可让学生在表演这一情境时，体会词句。）

（2）爬到“石龟”背上玩一事。

学生可以选择以下形式:朗诵、分角色对话、讲故事、表演……

教师重点引导理解：邓小平是怎样赢得小伙伴的尊敬的？

①理解“十分敬畏”，教师引导读前后内容“谁也不敢去碰它”等，体会人们对石龟是多

么敬重而又害怕。



②让学生勾出描写邓小平爬石龟的词句及小伙伴对此事的反应的词句。特别是抓住小伙伴的

神态、语言、动作体会，如“吓得直往后退”“惊恐”“目瞪口呆”“壮着胆子爬上去”等，

还要联系上文的“十分敬畏”一词体会邓小平的敢作敢为、不信鬼神，因而赢得了小伙伴们

的尊敬。

3.默读课文，将你喜欢的句子勾画出来。结合课后第 1题说说少年邓小平给你留下了什么印
象。

五、拓展延伸，丰富形象

邓小平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一生的故事太多太多。请把你们从课外书、影视

作品中了解到的与大家交流交流。

参考资料

★邓小平(1904—1997),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 1915年，邓希贤（邓小平小时候的名字）考上了广安县高小。这在当时来讲是
很不容易的，广安县只有这么一所高小，每年只招一两个班，能考上的都是优秀的学生。广

安离家 10多千米路，邓希贤只得住校，每周回一次家。

一天，在邓家老院子里，邓文明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他满脸怒气，大声问道：“你们

谁做的好事，快点承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文明在查账时，发现丢了 5块银元，这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5块银元可买 5担谷子。院子里空气有点紧张。这时，只见邓希贤站了
起来说：“是我拿的！”说着他拿起一根竹片递到父亲手里，转过身去，意思是情愿挨打。

邓文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偷了银元，气得脸都变了色，挥起竹片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

下……母亲想要拉住，一看邓文明那张铁青的脸，没敢说话。



邓文明打了几下，看到儿子忍着不哭，泪水在眼睛里转来转去，他想到平时这孩子很节

俭，给他零花钱都舍不得花，怎么偷偷拿这么多钱呢？于是他放下竹片，大声喝问：“你说，

这钱你干什么用了？”小希贤忍着疼痛，倔强地站在那一声不吭，母亲着急了，拉着儿子的

手说：“好孩子，你快说，让我们都急死了呀！”邓希贤看着母亲眼里的泪珠滚落下来，才

说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看到有个同学在哭，哭得好伤心。他便走上前问道：“你

怎么了？”那个同学说：“我妹妹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快去请医生呀！”

听了这话，那个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希贤打量了一下这个同学，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

心里明白了，没有钱怎么请医生呀！回到家里，邓希贤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他悄

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来到学校塞给那个同学说：“快去请医生给你妹妹看病！”父亲听了

儿子的叙述一下子明白了，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一把抱住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啊！”小希贤回答说：“我偷了钱是该挨打，有什么好说的！”

（彭晓群谭萍）



教学目标

1.认写本课生字。

2.能读懂课文，体会重点句子的意思。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明白凡事要多动手、多实践，别盲目相信权威。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词语卡片，杯子，金鱼。

教材简析

一位科学家，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群小朋友，一些离奇的答案。最后是玛丽亚自己动手，
亲自实践，用事实证明科学家的问题是错误的。当她问科学家：“你怎么可以提错误的问题

骗我们呢？”科学家说：“我不是骗你们。我是要让你们知道，科学家的话也不一定是对的。

有些问题只有自己动手试一试，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这是科学家的良苦用心，这也是课

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得来是那么容易，就那么一条金鱼，一个装满水的杯

子。但是，如果玛丽亚不去做，会怎样呢?不但得不到正确答案，科学家的问题也可能永远
是个谜。课文文字浅显，但启迪深刻。它启迪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迷信权威，努力实践

就会解决一个个疑惑，得到正确答案。

文中配的插图强调了课文中心：动手做，答案就在眼前。本课的教学重点是，学习生字

词，理解重点句，明白道理。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放别的东西水会漫出来，而放金鱼就不会。而且这个问题是

用肯定的话语说出来的，让人不容置疑。因为后面用的是“这是为什么?”而不是“这是真
的吗?”加上这个问题出自科学家之口，就更让人相信这是真的。

＊小朋友们提出了种种设想。“议论纷纷”，意思是很多人发表意见。

疑惑：心里不明白；困惑。

＊妈妈的话是解决疑惑的关键。

＊引导学生思考：玛丽亚为什么会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呢？”是一个反问句，语气比较强烈。为什么玛丽亚会这样问呢？让

学生联系前文体会。

＊科学家在回答玛丽亚的质问时哈哈大笑，这值得让孩子们去探究，也许是为自己提的问

题而发笑，也许是看到玛丽亚的认真实践而高兴……只要学生言之有理便行。

＊玛丽亚明白了什么？让学生联系全文认真体会。也许她明白了科学家这样做的苦心，也

许她明白了只有不迷信权威，多动手做才能解决自己心中的一个个疑惑，也许……让学生充

分发表意见，说出自己的想法。

＊注意结合插图或实物操作过程理解“漫”字。

＊抄写时，一句一句地抄。要把一句话默记完整，重点看一看有困难的字，不能看一个字

或词就写，这样既慢，也有碍于体会句段的意思。

＊注意“抢”的右边是“”下边加“”。“试”字不要多写撇，而“惑”字则不能少写一

撇。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导质疑

读课题，提出你想知道的问题。

学生可能问：

1.科学家提的什么问题?

2.问题解决了吗?谁解决的？怎么解决的?

3.科学家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二、自主学习，探究问题

学生轻声自读课文，边读边思考，同时作勾画。

三、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1.自己学习生字，同学检测并交流生字的意思，注意“腹”“惑”“误”字的读音。

2.带着问题自读课文，不明白的地方留待全班合作学习时解决。

四、全班交流、师生互动

请说说你们感兴趣、解决得好或解决得不太好的问题。



1.如学生说到第一个问题：科学家提出了什么问题?

重点引导学生反复读第一段，让学生不仅知道提的什么问题，还悟到这个问题似乎千真万确，

不容置疑。

2.第二个问题：重点围绕“怎么解决”引导交流。

(1)学生说到小朋友们的答案时，教师引导：为什么有这些离奇的答案？注意“议论纷纷”
和“满腹疑惑”这两个词，让学生联系第一段和课题思考，为不迷信权威做铺垫。

(2)学生说到第四段，引导体会玛丽亚为什么生气。

3.第三个问题：科学家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书上写得很清楚，让学生勾画出来反复朗读，结合课后第 2题，从中体会其
精髓。引导：

(1)科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为什么哈哈大笑?

(2)玛丽亚明白了什么?

4.抄写科学家的话。

五、总结拓展

说说学了这一课你受到什么启发。



教学目标

1.能认写本课生字，学习积累和运用新词。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法布尔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昆虫的迷恋，培养学生
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的兴趣。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教学挂图，本课生字、生词卡片。搜集、了解法布尔的其他故事或其他

科学家小时候的故事。

教材简析

昆虫以其无穷的奥秘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法布尔就是其中一个。他从小就对大自然中

的昆虫有着浓厚的兴趣，无论是蝴蝶、虫子还是鱼虾，都会引起他强烈的好奇心。在他的眼

里：纺织娘是歌唱家，小甲虫是他心爱的宝贝，就连贝壳、石子……都那么可爱，那么具有

吸引力。于是就有了放鸭时，经常一动不动地趴在岸边，静静地观察奇妙的生物世界；就有

了傍晚捉虫子忘了回家；就有了与小甲虫的挥泪告别……就是这种对昆虫的强烈兴趣和迷

恋，使法布尔步入了神圣的科学殿堂，写出了闻名世界的著作——《昆虫记》，成了著名的

昆虫学家。

课文第一段总起全文，概括介绍法布尔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对昆虫等很好奇。第二

段主要讲法布尔抓到了几天前就想抓的纺织娘，字里行间流露出他非常喜欢这只会唱歌的虫

子。第三、四段讲法布尔捉小甲虫等，被爸爸骂了，他只好很不情愿地扔了小甲虫。如果说

第二段表现出来的是法布尔喜欢虫子，而三、四段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对昆虫深深的爱。第五

段说明法布尔进入科学殿堂，成为世界著名的昆虫学家的原因。教学时要让学生在反复朗读

中细心体会、感悟。

本课教学重点：一、引导学生识写生字；二、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体会法布尔热爱大自

然、迷恋昆虫之情，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的感情。



建议本课用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浓厚的兴趣”可结合后面的内容进行理解。

＊朗读时，注意体会法布尔说话的欣喜情感。可引导他们联系上下文看图想象情景后再读。

瞧，多可爱的虫子啊!全身翠绿，细长的触角，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想想我们该怎么读。
或者再想想吧，三天前，法布尔就告诉妈妈不知是谁在花丛里唱歌。三天后，“他终于找到

了这位‘歌唱家’”，能不欣喜吗?这样一次次激发，相信学生能读好，法布尔“抓到会唱
歌的虫子”后的欣喜一定会充满整个课堂。

＊“纺织娘”又叫促织、蟋蟀、蛐蛐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让学生看看实物，以满足学

生的好奇心。

＊在前三句话的朗读中，注意联系插图，从“一动不动”“静静”“小心翼翼”等词语中，

感受法布尔对昆虫的爱，对生物世界的无限好奇。

＊小心翼翼：形容举动十分谨慎，丝毫不敢疏忽。

＊从爸爸怒气冲冲的责骂中可以体验到法布尔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

＊这段的学习重点是体会法布尔对昆虫的迷恋，可以抓法布尔说的话，体会他对心爱的宝

贝恋恋不舍，对昆虫的迷恋。



＊恋恋不舍：形容舍不得离开。

＊第一句话是对前面内容的总结，第二、三句话在第一段内容的基础上说明了“这种强烈

的兴趣”的作用。那么，我们有什么兴趣，或者应该培养自己怎样的兴趣呢?

＊最后一段的点题很有趣，既突出了法布尔的特点，又巧妙地表达了人们对他的赞许和颂

扬。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识记生字。记字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忍”字：忍字心上一

把刀。

＊结合课文学习，抓住重点词句，反复琢磨，体会法布尔是怎样迷恋昆虫的。

＊注意理解、积累词语。

＊引导体会“的”和“地”的不同的搭配规律。(名词前用“的”，动词前用“地”，不必
对此作讲解，重在体会。)

＊认真观察字形结构，注意“拣”字的右边是“”，而不是“东”；建字底与走之底的区



别。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课题激趣，引入新课

(出示课题)齐读课题。

师：圣诞老人有一个神奇的口袋，里面装满了孩子们心爱的东西：糖果、玩具、图片……小

朋友平时喜欢往口袋里装些什么呢？积木、折纸……听说过装满昆虫的口袋吗？让我们一起

去看看吧！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自主识字，读通课文

1.学生自由读文，感知内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学生字。

2.检查自学生字的情况，相机引导解决个别问题。

3.再读课文，自由选择学习伙伴抽读，相互正音，注意“傍”“触”“塞”“怒”的读音。

三、朗读课文，体会感悟

1.初读课文，想想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2.再读课文，把写法布尔终于抓到了几天前就想抓的纺织娘和法布尔捉小甲虫挨骂，只好很
不情愿地扔了小甲虫的有关段落读一读，说说体会到什么。



3.有感情地朗读二、三、四段，体会法布尔对昆虫的浓厚兴趣和深深的爱。

（1）自读第二段，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展开想象，感受法布尔终于抓到几天前就想抓
的纺织娘那种欣喜、兴奋的心情及对小昆虫的喜爱。

重点指导“妈妈，我在这儿呢！瞧，我抓到了那只会唱歌的虫子”这句话的朗读。

①当你意外发现了一只全身翠绿、触角细长、会唱歌的小虫时，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怎样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呢？带着这样的心情试读，抽生感情朗读。

②法布尔三天前就告诉妈妈花丛里不知是谁在唱歌；三天后，“他真的找到了这位‘歌唱家’”。

惊奇的发现能不令人欣喜吗？想象这样的情景再读，评议读。

（2）自读三、四段，抓住描写法布尔对生物世界无限好奇、对昆虫无比热爱的重点词句，
体会、感受法布尔热爱大自然、对生物科学充满浓厚兴趣的思想感情。

①让学生勾画描写法布尔对生物世界充满好奇、对昆虫无比热爱的有关词句。

②反复读，想象情景，读出法布尔对自然世界的关注，对昆虫的喜爱、迷恋。

③再让学生感受法布尔的爸爸要他扔掉他心爱的宝贝时的心境，让他们联系生活实际，想象

自己遇到的情形，讲述类似的经历，入情入景地读。

4.在讲读过程中，相机板书课后 2题的词语。

5.朗读一、五、六段，总结全文。

老师简介昆虫学家法布尔。抽学生讲述这个故事。

四、完成作业



1.读一读课后 2题的词语。

2.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课后第 3题。

五、指导写字

写字时先让学生描红，再临摹。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奖励符号自评、他评，交流识记方

法和写字要领，教师适时点拨。注意“忍”“拣”“毒”字的笔顺笔画。

参考资料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以研究昆虫尤其是膜翅目、鞘翅目、
直翅目昆虫以及蜘蛛的生活习性著称。通过对昆虫的直接观察与实验，认识到遗传本能对昆

虫行为模式的重要性。著有许多科普作品，其中十卷本的《昆虫记》被誉为“昆虫的史诗”，

法布尔也因此获得了“昆虫的荷马”的美称。

★昆虫迷法布尔

你听说过穿着有破洞的衣服接待教育部部长的人吗？他就是昆虫迷法布尔。

在昆虫学家法布尔的心目中，似乎只有昆虫。他已经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境界—昆虫的境

界。这种境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精神集中到一个焦点，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

只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昆虫交流信息。

有一天早晨，法布尔又像平时一样，穿上工作衣，带上放大镜，准备出门去观察昆虫。

他的妻子拦住他说：“你昨天还告诉我，今天有重要客人要来，你怎么现在又要出去呀？”

“啊！你瞧我这记性。”法布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回到书房里去了。



没过多久，一辆马车载着客人来了。法布尔领着客人走进书房，商谈起事来。等送走客

人，妻子好奇地问法布尔：“这位客人我看着好面熟，他是谁呀？”法布尔笑着说：“你还

说我记性坏，你自己都记不住，他是教育部部长吕依！”妻子看了看法布尔，忽然叫起来：

“哎呀！你怎么没换衣服，就穿这套工作服接待客人呀！”法布尔低头一瞧，自己果真穿着

工作服。袖子上还有个破洞，那是他趴在地上观察昆虫时磨破的。法布尔也急了：“糟糕，

真糟糕！我怎么能穿着这种衣服接待教育部部长呢！”妻子笑着说：“算了算了，相信部长

也不会见怪的，谁让你是个昆虫迷呢！”

（钟敏彭晓群谭萍）



教学目标

1.识记本课生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诵读课文，背诵课文。

教学准备

教师：本课的生字、词语卡片。

学生：自读《四面楚歌》等成语故事，了解历史人物。

教材简析

这首五言绝句是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写的，她为我们描绘了一代英雄西楚霸王的高大

形象，展现了项羽宁死不屈的品质。诗歌借颂扬项羽宁愿死去而不肯屈辱偷生的悲壮景象，

揭露了南宋统治者逃跑妥协的政策，抒发了诗人的万千感慨和爱国情怀。人生在世，应该怎

样活着才有价值呢？那就是像项羽那样，叱咤风云，做芸芸众生中的豪杰。如果死去，也要

死得壮烈，不能忍辱偷生，要做鬼中的英雄。今天，人们还在思念项羽，就是因为他当年宁

愿死去，也不肯回到江东。这既是对项羽的颂扬，也是作者的心声，是她处于战乱、遭遇不

幸时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些，学生通过朗读有所感悟便行，重点仍然是识字写字。

建议本课教学 1课时。

解读与提示

＊人杰：人中的豪杰。从这个词，我们足可见其威风凛凛的形象和了不起的业绩。（当时

的项羽统兵几十万，一举灭了秦王朝，故称人中豪杰）



＊亦：也。为：做。鬼雄：鬼中英雄。

＊“鬼雄”一词集中体现项羽的宁死不屈，不愧为英雄。对此，第四行诗作了具体说明。

公元 202年，刘邦率大军将项羽重重包围，项羽被迫退到乌江边，有人劝他渡河过江，他坚
决不肯，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刎。一个“思”字，集中体现了作者对项羽的怀念和崇敬。

＊江东：今江南一带。

＊诗句的意思：人活着，要活得有志气，要做人中的豪杰;人死去，也要死得壮烈，要做鬼
中的英雄。人们到现在还在怀念楚霸王项羽，是因为他宁死不肯逃回江东。前两行是项羽一

生的写照，后两行写人们的怀念。全诗语句平实，然而平实之中含着真情。

＊朗读、背诵贯穿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进行，不仅要读得多，读的质量也要高，能正确、流

利地背诵。

＊“死字第五画是“”，六画是“”；“亦”字的第三笔是撇，笔顺是：。“鬼”字第六

画的撇是从里面写出的。“杰”字的四点写匀称一点，要托住上面的“木”才好看。

教学设计参考

一、简介作者及写作背景，引入新课

公元 1127年（宋钦宗靖康二年），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占领了宋朝的京城东京（今开
封），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公元 1127年 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
河南商丘）接位做了皇帝，南宋政权建立，这就是宋高宗。宋高宗对日益南下的金朝铁骑畏



惧如虎，仓皇南逃，辜负了中原父老收复失地的期望，诗人对此表现出巨大的失望。

二、自读课文，感知诗意

1.借助拼音小声地反复诵读古诗，要求读准字音，注意“亦”字的读音。读通课文。

2.检查生字的认读及古诗的诵读情况。

3.学生在读中感知诗意，并启发学生自由质疑，有效地调动学生积极性。

三、讨论交流，体会情感

1.前两行诗学生基本能读懂，就让学生自由谈谈自己的体会，重在指导诵读。先学生自由读，
边读边体会诗意；再抽学生读，读中再理解诗意；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体会诗句所表现出

的豪迈之气，从而积累诗句。

2.后两行诗学生理解较为困难，教师可简单介绍项羽并引导学生结合课前搜集的有关成语故
事理解（如“四面楚歌”等）。还要联系前两行诗边读边理解，项羽的悲壮之举照应了“人

杰”“鬼雄”之说，让学生在说中体会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

3.再将全首诗连起来读一读，在朗读中感受诗的意境美，感受诗的语言特色（如“生”与“死”
相对，“人杰”与“鬼雄”相对）。

4.同学们有感情地诵读古诗，背诵古诗。

四、拓展延伸

在这首诗中诗人表达的爱国激情和对现实的不满异常直露而强烈。读一读她的词《声声慢》，

感受可能不一样（词风深沉悲凉，曲折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学生有一定感受即可）。

五、练习生字，完成作业



1.书写生字，重点指导“死”“鬼”“项”字。

2.默写《夏日绝句》。

参考资料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她出生在一个有文
化教养的仕宦家庭，父亲李格非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丈夫赵明诚历任州郡行政长官，是金石

收藏和考据家。李清照与丈夫志同道合，感情深厚，常一起校勘金石，鉴赏书画，唱和诗词。

“靖康之变”破坏了她的美好生活，夫妇随宋室仓皇南渡，避乱江南。不久赵明诚去世，他

们苦心搜集的金石书画也在流亡途中丧失殆尽。李清照只身漂泊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

在凄凉孤苦的生活中度过了晚年。

李清照工诗能文，尤长于词，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难得的

女作家、女词人。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反映她少年、少妇时期的

生活，内容比较狭窄，词风清丽婉转；后期词多写国破家亡后的凄惨心境和痛苦感情，流

露出故国之思和昔盛今衰之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词风沉哀凄苦。有代表作《漱玉词》

等。

★项羽：楚霸王，秦末起义军领袖。后与刘邦争帝，兵败乌江。有人劝他退回江东

称王，可他想到当年与他一起渡江过来的江东人无一生还，自己无颜再见父老，便自杀而死。

（彭晓群刘彦谭萍）



教学目标

1.认写本课生字，了解“顺从”“微笑”所表达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激发学生敬佩抗日英雄王二小和仇恨日本侵略者的感情。

教学准备

教师：生字卡片、教学挂图，《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带及伴奏带。

学生：子解有关王二小及其他抗日小英雄的事迹。

教材简析

一个放牛郎，一条好汉；一个放牛郎，一个民族英雄。在父老乡亲和危险面前，他选择

了危险；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选择了死亡。面对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他镇定自如地

走在最前面。当枪炮四起时，凶残的敌人把他挑在枪尖，摔死在了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

乡安全了，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小小年纪能这样微笑着面对生与死，小小年纪能有这样

撼天动地的爱与憎，这怎不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放牛郎，一个响亮的名字；王二小，

伟大的抗日小英雄。

这篇课文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凄美动人的乐曲，浅显易懂的歌词，有利于低年级学

生认识英雄王二小，体会人们对王二小的怀念，从而激发学生对英雄的崇敬，对日本侵略者

的仇恨。

本课教学重点:一、识字写字;二、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朴实，体会王二小的机智勇敢和
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激发他们对英雄的崇敬与怀念。



建议本课教学 1～2课时。

解读与提示

＊学习本课时，教师可以借助《歌唱二小放牛郎》伴奏带烘托出怀念英雄王二小的气氛，

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体会二小的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扫荡：本文指敌人想通过武力消灭我抗日军民。可借助插图或影像资料，让学生了解日

本鬼子的丑恶与凶残。

＊掩护：指山沟里藏着后方机关和几千老百姓。

＊顺从：依照别人的意思，不违背、不反抗。本文指二小心里想好了把敌人带进游击队的

埋伏圈，但表面上装出很愿意给鬼子带路的样子。

＊我们可以从“微笑”体会到二小为了乡亲们的安全，勇于献身的精神。插图中的纪念碑

是英雄的化身。

＊实际是每个村庄的人都含着泪，歌唱二小放牛郎。这样写更好地渲染了气氛，更好地表

达了人们的悲伤与怀念。



＊本课节奏比较鲜明，读起来琅琅上口。可以先让学生轻声朗读，感知课文内容，再在教

师指导下读正确、读流利、读出感情。鼓励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

＊应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这些词语在文中的意思。

＊让学生以各种喜爱的形式唱这首歌。

＊“昏”字第四画斜钩要写长一点。“含”字的上面是“今”，不要写成了“令”。

教学设计参考

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1.播放《歌唱二小放牛郎》，以凄美动人的音乐感染学生。

2.孩子们，知道这首歌曲吗？关于王二小你了解多少呢？能为我们介绍介绍吗？

3.孩子们说得真好。王二小是一位抗日小英雄，他的动人事迹早已传遍了神州大地。这首歌
就是为纪念他而创作的。今天，我们将学习这首歌的歌词，具体地了解英雄王二小的动人事

迹。（板书课题）

二、自读课文，了解大意

1.借助拼音自读课文，勾画出不认识的生字、不理解的词句。小组讨论、解决。



2.以小组为单位，通读全文，提出不理解的地方，集体交流。

三、再读课文，自主识字

1.自由认读生字，小组内相互抽认。

2.教师选择音难字抽学生读，如“乒”“乓”“怜”“血”等，选择“危”“含”“怜”进
行范写指导，其余的字学生看范字书写。

四、质疑问难，朗读课文

1.利用工具书，完成课后第 2题。

2.读完课文，你有什么疑问吗？（集体讨论、解决，如涉及后面的具体内容，可放在后面的
学习中解决。）

3.二小为什么要“顺从地走到前面”，给敌人带路？

（理解“顺从”在本文的具体意思，体会二小的机智勇敢，不畏牺牲。）

4.为什么二小死后“脸上含着微笑”？

5.你觉得王二小是一个怎样的人？

6.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啊！让我们怀着对他的崇敬与怀念之情，一起来歌唱二小放牛郎吧！
（齐唱《歌唱二小放牛郎》）

五、回家向父母讲述王二小的故事或讲其他抗日小英雄的故事



参考资料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

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

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 12岁的儿童团
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

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

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会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

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下面的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彭晓群谭萍）



教学目标

1.用普通话当众大胆地夸自己家里的人，感受家庭的温暖。

2.能认真听别人讲话，了解讲话的大致内容，乐于与同伴交流。

3.积极参加讨论，能适时参与询问、补充或评价同学谈论的话题。

教学准备

教师：教学挂图。

学生：注意观察家里人的爱好、特长或典型事例。

教材简析

这是一个很贴近学生生活、很富人情味的话题。家里人，尤其是父母，他们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几年来，孩子们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家里人的一言一行

他们都历历在目，记在心中。因此，学生应该是有话可说，有情要表达的。如:工作上，爸
爸妈妈是怎样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对人对事上，他们又是怎样克己奉公、坦然相对
的;甚至爷爷奶奶之间的相互关心，爸妈如何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都是交流的话题。
教师除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以不同角度交流外，还应着力创设体现家庭温暖的交流情境，使

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积极参与，人人参与，大胆表达，不能让几个“演员”演演而已。如

果学生流露出对父母等的不满情绪，教师应注意引导。通过教学活动，学生在交流中学会怎

样与同学沟通，怎样与父母沟通。

“口语交际”的基本要求是让学生都开口，在说话的条理性上可随机引导，适当点拨，

不作过多要求，只要学生能积极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就成。



解读与提示

＊这段话不仅提示交流的内容，还具有一定的鼓动性，要利用好。

＊这是一幅学生交流的情境图，图中的话是为了帮助学生打开思路，而不是限制说的内容。

教师注意围绕“夸夸我家里的人”创设情境，又要注意尊重学生，让学生自主确定夸的对象

和内容。

教学设计参考

一、引出话题

由“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这一话题引出“夸夸我家里的人”。

二、看图，分组自由交谈

1.看教材中的插图，讲讲图意。

2.分组自由谈谈自己的家里人。

3.转述同学所讲的关于他父母的事，鼓励学生要学习图中小朋友，善于发现亲人的优点，并
乐意与同学交流，共同分享你的幸福。其他同学或本人进行补充发言。

4.评一评，听了同学们的交谈，你对谁介绍的人印象最深。



三、从学生交谈中，选择一两个典型的事情，让学生思维产生碰撞

1.比如：当成绩没有考好时，当损坏了东西时，当自己过生日时……你的父母会怎么做？注
意引导学生选取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情来夸赞。

2.全班交流。

3.你想夸夸家里的哪一个人？

四、评选好家长活动

1.学校将选出一批好家长，进行表扬，该推选哪些父母呢？同学们分小组讨论一下。

2.全班交流、评选，要求说出道理。

3.选出的同学代表父母向大家表示感谢，其他同学学习向别人祝贺。

五、向家长汇报

1.回到家里，你想怎么给自己家里人讲评选好家长这件事？

2.交流，谁的谈话更有意思，夸夸会与家里人沟通的孩子。

六、用歌曲结束，激发学生爱之情，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我爱我的家》等

（彭晓群谭萍）



教学目标

1. 在阅读中自主识字，巩固认识本单元的生字。

2. 诵读词语、儿歌、古诗，积累优美词句，感悟语言文字的优美。

3. 能与同伴合作表演小品，感受小动物之间的友情。

教学准备

教师：小鸭、小猫、小狗等的头饰。

教材简析

本次“积累与运用”安排了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读诗歌，从中找出形近字，

帮助学生更好地区别带有“尧”的几个常用字；二是认读词语，巩固识字，丰富

学生词汇，扩大视野；三是读句子，在语境中选恰当的字填空；四是联系实际，

写出暑期打算；五是读读背背，让学生从古诗中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进行文化

和语言积累; 六是表演小品，其目的是让学生在玩中学，在玩中感受小品的人

文内涵；七是自主识字，此题以一篇精美的短文为载体，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识

字，激发识学兴趣，同时也积累语言，培养喜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

建议本课教学 2～3课时。

解读与提示

＊ 这首诗共五行，描写了我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五种现象，读起来也琅

琅上口。作者巧妙地把“晓”“绕”“浇”“饶”“烧”五个形近字编在一起，

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这一有趣的语言形式，读中掌握字音、字形，在读中体会字

意。

＊ 重在复习生字，让学生自读词语，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既巩固了识字，

又扩大了词汇量，多有意思。至于词义，学生能了解多少就是多少，不要逐词讲

解。

＊ 反复读句子，结合句意仔细分辨“进”与“近”、“慢”与“漫”的意

思和用法。

＊ 可通过学生互相交流，认识到暑期时间较长，要合理安排时间，多参加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如旅游、学做家务、体育运动、读书读报等，还要多鼓

励学生参加公益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真实的打算，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 陂：指池塘。衔：口里含着。漪：水波纹。

＊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傍晚景象的诗。四周长满青草的池塘里，水满满的。



太阳落到两山之间，红红的火球像被山口咬住一样，倒映在冰凉的池水波纹中。

一个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上，用短笛随意地吹奏着不成腔调的曲子。

＊ 以上内容只作老师了解，不必向学生讲授，但可作简单的介绍。要让学

生反复诵读，直至背诵，其中的意思，学生能知多少就知多少。

注意“陂”的读音，不要误读为“坡”。

＊ 这是让学生轻松用语文的题，可以先让学生通读，在此基础上自由组合，

边读边玩，边读边演。教师注意观察：一、有没有被组合掉了的孩子，要帮助他

找到伙伴；二、哪些组演得好；三、哪些组需要你帮助。四、若有头饰，可帮助

学生进入角色，使游戏情境更真切、有趣。

＊ 这个活动一定要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读，自己去演。教师作辅导，也可

以参加进去演一个角色。

＊ 这是一篇很美的短文，要让学生借助字典进行阅读，不仅认识本文的五

个生字，还要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通过反复朗读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 教师要检查学生独立识字的效果。

教学设计参考

一、读一读，找出诗歌中的形近字

1. 下面这首诗描写了我们经常看到或感受到的五种现象，读一读，说说你

的发现。（每行最后一个字是形近字，读起来顺口等）

2. 读诗歌，勾出五个形近字，读一读，再区别字形。

3. 读诗歌，边读边体会这几个字的意思。

4. 有感情地朗读。（抽读、轮读、齐读等）

二、你还认识我吗

1. 朗读了诗歌，区别了五个字，再来欣赏下面的词吧，学生自读词语，找

出生字。

2. 指名读生字，再读词，学生评议、正音。

3. 自由读，边读边想象情景，不明白的和同学讨论讨论。

4. 同桌读、齐读。

三、读句子，选字填空

1. 轻声自由朗读下面的句子。

2. 再读备选的字，边读边想它的意思。

3. 试着选字填空，注意字义与句义的一致。

4. 学生交流，教师总结，记住这些同音字的不同用法。

四、写话

1. 学生讨论怎样安排自己的暑假。

2. 班级交流。

3. 把自己的打算写下来。

五、读读背背

1. 借助拼音，自读古诗，读准字音，指名读、正音 。

2. 自由轻声读古诗，边读边体会意思，边读边想象情景。



3. 练习背诵，抽背、齐背，谈谈自己的感受。

六、读读玩玩，演一演

1. 引导读文，了解内容。

（1）有只小鸭子出去玩耍后，找不到家了，他急得呜呜直哭。后来怎么样

了？自己读读《小鸭找家》，了解内容。不认识的字想办法解决。

（2）指名说内容，说说有哪几个角色。

2. 分组练习，感受人物。

（1） 《小鸭找家》是一篇小品，有兴趣演这个小品吗？找小伙伴（或四

人小组）练一练。

（2）指导表演，提出要求：找前、找中、找后角色的不同心情、动作神态、

语言及表演自然、大方、有礼貌、有创意等。

（3）学生分组练习，互评互议，互帮互助。（注意围绕注意事项评）

3. 全班表演，师生共评。

（1）以组为单位全班表演。

（2）评选最佳表演小组。

（3）各组根据评选中看到的差距再练习。

（4）再给各组表演的机会，再评选最佳表演小组。

七、自主识字园地

1. 轻轻读短文，借助拼音认识五个字，并把音节写在四线格上。

2. 再读短文，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

3. 美读欣赏，边读边想象长白山的情景。

4. 有感情地朗读。

5. 复习前面六个单元在自主识字园地里认识的字，再有感情地朗读短文。

（彭晓群 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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